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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特别是继1993年新修《静宁县志》出版并获全国一等奖之后，

静宁县又承接断限，续写春秋，编成《静宁县志(1986—2002)》，这无

疑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盛事。

静宁地处六盘山西麓，为古成纪之地，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

享有“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

庶者无如陇右”等美誉。其后，随着刀耕火种，战火不断，自然灾害，

尤其是近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致使森林越来越少，

水土流失严重，沟壑纵横，民生凋敝，文化式微。严酷的环境威胁着

人的生存也砥砺着人的意志，影响着人的发展也铸造着人的性格，

同时造就了静宁人刚直而尚义、顽强而勤劳的性格。这种特殊的性

格，是静宁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文化积淀，是静宁人长处困境而

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静宁人民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直在为

实现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梦想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静宁人民不仅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自然条件，而且以开放包

容的气度改善投资环境，“杨晓明精神"、“静宁速度”就是最好的诠

释。尤其使人欣慰的是，静宁由过去的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经济

林建设先进县”、“中国苹果之乡"，全县整体解决温饱正在向小康迈



进。这太了不起了，这是静宁人民的骄傲和自豪，这样的奇迹也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披览续志，可以看到，静宁发

展的轨迹正逐步向科学发展观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是静宁发展的希

望所在。

相对于经济建设，我以为静宁的文化建设更值得称道。成纪文

化城堪称文化建设的大手笔。静宁的民间民俗文化、革命史诗文化

富有特色，文学、书画艺术创作也达到了一定水平。特别是静宁的

教育，在全市名列前茅。今年全市文、理科“状元"均为静宁考生，其

尊师重教之风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教育

先进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等殊荣加之于静宁，是不为过的。

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既包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硬

实力，也包括在文化、制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核

心表现形式就是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静宁虽然仍是一个贫困

县，但静宁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创造出了比较优势，这是静宁发展的

动力所在。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世

人公认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政通



订



序 二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元代，静宁曾修过《德顺州

志》。明清以来的二百三十余年内，静宁五次修志，唯民国年问县志

编修中途夭折。1993年，新修《静宁县志》出版，并获全国一等奖。

现在，这部续志又将问世，真乃可喜可贺!

静宁这块浑厚的土地，不仅孕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孕育出

一大批杰出人才，这块土地神奇而富有生机。

2000年冬我到静宁任职，与静宁人民朝夕相处，强烈地感受到

静宁最突出的还是淳朴厚道的静宁人民和扎实苦干的静宁精神。

遂着意于大手笔描绘静宁的蓝图，坚持“抓大事、办实事、树典型、求

突破"，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建设、创业环境，创出了以“大红碗”项

目建设为标志的“静宁速度”。在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中，坚持以结构

调整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大户带动、园区示范、科技支

撑、市场运作等办法，确立了果、薯、畜、菜四大支柱产业，结构的调

整，调出静宁发展的新路子。为提升城市化水平，启动实施了县城

建设史上规模最大的东拓工程，实施城区绿化、亮化、美化和净化

工程，建设优雅的人居环境，一座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城区悄然而

起。静宁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静宁人民开始向小康迈进。

我在平凉行署工作期间，兼任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多年，对

新一代方志理论进行过研讨，从“资治、教化、存史’’的认识，到“详今

略古“原则的应用，从“时代特点”的反映，到“地方特色’’的突出，还

有“信"、“达"、“全’’、“特’’、“雅”等，均有所涉猎。主持本届修志后，

16



因工作繁忙，对续志理论研究不多，但我想续志应和前志有所区别，

要体现记述内容的主次和轻重，体现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体现

合理的领属关系，体现“续"和“修”的统一。我认为，《静宁县志

(1986—2002)》翔实客观地记述了静宁1986年以来的社会变革和

经济变化，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反映了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它的出版发行，将会起到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这次续志编纂的顺利完成，得到了省、市修志专家的关心指导，

得到县直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也是全体修志人员严谨认

真、积极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静宁县委、县人民政府表示

崇高的敬意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中共静宁县委书记 李雪峰

二OO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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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静宁，古成纪所在地，人文始祖诞生地，伏羲点燃了文明火种，

女娲孕育出奉献精神。商周之际，境内多为羌戎；秦灭义渠，筑长城

于县境。汉“飞将军”李广白这里“从军’’出击匈奴；二万五千里长

征，界石铺迎来了会师的红军。在“丝绸”古道上，悠悠驼铃曾摇落

多少大漠星辰；在新建成纪文化城前多少人又发思古之幽情，寻汉

唐之风韵。正是这块土地孕育出一大批忠贞之士、戍边名将；也正

是这块土地铸就了静宁儿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朴实厚

道，求真务实，乐观豁达的个性。在这块土地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

化交相辉映，优秀传统同时代精神交汇融合。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人称“文化厚重唯成纪’’、“风景闲旷数静宁”。但自东汉以来，战祸

绵延，环境恶化，经济衰退，人民贫穷。至清乾隆时，“其山童无竹木

之饶，其水苦无菱芡鱼蟹之利"，百姓困苦不能营生，日用百物皆仰

给他处。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届县委、县政府

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使这块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获

得全国教育、科技、文化先进县殊荣。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顺应改

革大潮，高起点规划，大手笔运作，超常规建设，以开放促开发，以开

发促发展，使这块故土焕发出新的生机。
～

我2002年忝职静宁，时已三年，深为静宁各级党政干部抢抓机

遇谋发展，雷厉风行干工作的作风所感动。历史告诫人们，“安定则



地兴”，“宽恤则民顺”，“务实则事成”。我们必须看到，静宁是个农

业大县，基础薄弱，生态脆弱，经济相对落后，如何提高农业应变能

力，把产业开发引向纵深，走一条工业强县的新路，使经济持续稳步

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静宁又是一个人口大县，公民的整

体素质有待提高，成纪文化资源亟待开发，协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

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静宁，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

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扎实的工作

作风，促进静宁的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回首过去，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令人感慨系之；展望未

来，一种振奋之情、进取之心令人豪气满怀。历史厚待了静宁，静宁

将不负历史。彰显羲皇圣迹，振奋民众之志，弘扬成纪文化，光大龙

马精神，已成为一种历史责任。今天的静宁，越来越显示出无穷的

魅力；明天的静宁，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精神、更加优

良的环境、更加完备的服务为人们提供最佳创业舞台1
1 993年6月《静宁县志》出版后，获首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展评一等奖。通览后方悟：一部好的志书必然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忧

患意识，必然能反映出历史的兴衰起伏。10年后的今天，静宁又在

全市率先编成续志，且能继旧志之风范，遵新志之准则，能按照历史

的真实反映历史，依据事物的本来面貌记述事物，贴近时代，体现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为此，我深感欣慰。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史志

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为续志编修付出艰辛的劳动，在此，我谨代

表全县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

续志付梓在即，聊记数言为序。

静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正

二oo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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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静宁县志(1986—2002)》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科学分析的原

则，努力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

二断限。全志自1986年1月始，至2002年12月止，个别略有下延。对

上部县志未记述者，则上追事物的发端，下至事物的终结。

三体裁。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书内容和编纂要求

分别运用，以专志为主体。

四篇目结构。篇目设置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纵述、纵横结合、

以横为主的原则，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21编79章270节，层次名称

采用编、章、节。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以编年体为主。

六人物。人志人物分传略、简介、表录三种形式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对静宁有贡献、有影响的在世人物，根据传事不传人的原则，将其记入有

关章、节之中；党、政、军县(团、处)级以上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受省(部)级以

上表彰奖励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表列入志。

七文体。全志采用现代规范的汉语书面语言(引文除外)，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流畅。文约事丰，据事直书。

八称谓。全志采用第三人称书写，对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军队、地名，

均以当时名称为准，直书其原称。

九数字、计量。执行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和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量和单位的标准执行。入志

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弓乙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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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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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广一／ · 5 ·

静宁置县，远在西汉；以静宁为名，始自元代。

县境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处六盘山西麓、华家岭东侧。东经105。20’～

106。05 7，北纬35。01’～35。45 7。南北长81公里，东西宽68．75公里，总面积

2193平方公里。东毗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南邻甘肃省秦安县，西接通渭

县，北靠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西北与甘肃省会宁县相连，东南与庄浪县接

壤。312国道线横穿东西，静秦公路纵贯南北。

县城西距兰州市200公里、东距宝中铁路50公里，坐落在县境偏北的葫

芦河与南河交汇的川谷地，群山环绕，两水萦流，远看山峰叠嶂，近闻流水潺

潺。登高鸟瞰，山碧水绿，马路平直，街衢纵横，高楼林立，一座新兴城市拔地

而起，使人耳目一新。

2002年末，全县总人口465024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13人。民族以

汉族为主，占总人VI的99．79％，回族及其他民族占0．21％，男女性别比为

104．57：100，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3．99％。

静宁地处黄土高原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势高亢突兀，由西北逐渐向东南

倾斜。多年的河流切割，雨水冲刷侵蚀，大小沟壑星罗棋布，残塬梁峁各具形

态，境内主要山梁13条，大小梁峁1098个，山梁总长1652．32公里。以纵贯

县境的葫芦河为界，东侧为六盘山的余脉，西面为华家岭的分支，海拔高度

1530米～2245米。气候属北半球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以气候均温划

分，冬长无夏，春秋相连，冬季长达197天，春秋共为168天(按天文季节和当

地农事活动划分，仍有春夏秋冬四季)。县内土壤分为6个土类、9个土属、19

个土种，最主要的土类为黄绵土，总面积为249．29万亩，占全县土壤总面积的

91．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静宁县委、

静宁县人民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快发展为主题，解放思想，大胆

探索，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人民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产业开发向深层次发展，城镇经

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城乡改革稳健推进，对外开放逐步拓

展，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静宁先后荣获全国教



静宁县志

育、文化、科技、民政、经济林建设、水土保持先进县及“中国苹果之乡”称号，并

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体育、卫生、广播电视、编史修志先进县和“双拥模范县”

称号。2002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45亿元，人均1798元，农业总产值

4．5亿元，工业总产值3．3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10．17亿元。粮食总产量

15．29万吨，地方财政收入4297．0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90元，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4820元，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8亿元。

——农业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静宁是一个农业大县，以农村经济为重点，紧紧围绕“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稳定”这一主线，按照“整村推进、块上突破”的发展战略，把“梯田、地

膜、水窖、筑路”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以改善生产条件为基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示范为典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初步

形成县有区域产业、乡有支柱产业、村有特色产业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村经

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先后建成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开展了大规

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小流域治理，大面积发展集雨补灌和节水高效农业。

2002年，全县梯田面积达到129．5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8％。各类水利工程

961处，有效灌溉面积17．71万亩，保灌面积15万亩。八里马圈山流域综合

开发，按照“以路挂田，以田定窖，田、林、路、窖配套’’，建成了“沙棘戴帽、梯田

缠腰、林带穿靴、杨槐封沟”的示范区，为全县农业基础条件改善树立了典范。

全县道路总里程达3019公里，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以312国道线和静秦公路

为依托、干支结合、纵横贯通、物流其畅的城乡道路网络，实现了乡乡通班车、

村村通汽车。全县乡、村、户通电率分别达到100％、96．9％、88．7％。

科技引导，大力发展特色农业。1990年以来，果品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

迅猛发展，果、畜、薯、菜四大支柱产业呈现出规模扩大、管理升级、效益提高的

态势，形成了“南部苹果北部梨、东部药材西部薯”的发展布局和“产、加、储、

销”一体化的产业化道路。2002年全县果园面积达到20．19万亩，水果产量6

万吨。“陇原红”苹果成为享誉省内外的著名品牌。间作套种、地膜栽培、大棚

蔬菜、规模化养殖等一大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种子工程、地膜粮食工程、旱作

丰产工程、温饱工程的实施，充分发挥了科技在农业增产增收中的巨大作用。

兴建高新农业示范区。县境内葫芦河流域10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区，烽台

山生态农业示范园，大地滩无公害标准化农业科技园区，静秦公路沿线绿色经

济增长带等一批科技含量高、经营机制活、示范效应明显的农业科技园区，走

出了一条节水农业、效益农业、绿色农业和特色农业的新路子，推动了农业的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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